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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色老梧桐，秋天宜看梧桐，宜听雨
打梧桐。

以桐命名的树，最早知道的是泡桐，
老屋的一角，粗粗壮壮地生长，开出淡紫
的花，似乎经不起风吹，扑簌簌落到规整
排列的鱼鳞瓦上，有婉约词的意境。如
果花期遇到雨期，一番风吹雨打之后花
瓣沤烂，碎瓷片一般，惨不忍睹。有一年
夏日暴雨，这株泡桐如年迈的老者颓然
倾倒，压在窄小的厨房顶上，折断的枝
叶、碎裂的瓦块一片狼藉。另一种法国
梧桐，在曾经的小学校园，入校园的长长
的路畔，威武庄严地耸立着，叶间结毛
球，等叶子落尽，毛球还一嘟噜一嘟噜地
挂在枝头，多了一抹萧瑟与寒意。

对于“梧桐”，和梅兰竹之类，常在诗
词里相遇，面对文字，想象着它的伟岸、
清朗。在《诗经》里，“凤凰鸣矣，于彼高
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传说中的神
鸟凤凰非梧桐不栖，树与鸟，相依相存。

“其桐其椅，其实离离，岂弟君子，莫不令
仪”，气宇轩昂的梧桐用来赞誉和乐宽厚
的君子。

桐木，是制琴的好材料，东汉蔡邕从
烧柴火的毕剥声中听出是梧桐木，抢救
出尚未烧完的一段，制成古代四大名琴
之一的焦尾琴，桐木有幸遇知音，于是，
焦桐成了流传千古的琴名。秋日里，总
爱播放着管平湖的《梧叶舞秋风》，幽幽
古琴声中感受梧桐的古朴清远，一叶知
秋，它总是默然无语地传递着秋来的讯
息……一直以为，梧桐，是诗词中美好的
形象，是古乐中悠远的旋律。

秋风起起又停停，前几天刚有些秋
意，转眼又重为闷热取代。午后外出，路
上少闲人，专挑有绿荫的路前行。这条
路东西走向，是出小区后的主干道，来来

回回已经二十年了。去郊外看树，去公
园赏花，对于绿化带里的草木却只是匆
匆一瞥，开着碎花的紫薇、青青葱葱的冬
青，被修剪得平整有序，看久了也不免乏
味。间隔几米就有棵挺直的树，未曾想
过是什么树，在我看来，被种在路边，端
庄肃穆，风尘扑面，少了很多意趣。树无
言、无争，种在哪儿就立在那儿，遗憾的
是人有区别心，寻赏风景时往往忽略了
身边的风景。取出手机，仰头拍照，百度
后不禁一怔，像遇到了一位久仰大名而
又无缘相见的人，此刻，这个人就在眼前
笑而不语，二十多年来，日日走过梧桐身
边而不知树名。

梧桐树干挺秀直立，没有旁枝错节，
叶青碧一片，已经立秋，不见落叶，或许
节气上的立秋如今已经不那么明了，等
梧桐落叶，抑或要到白露的夜晚，或者秋
分的凉风中？再次行于路畔，我立于一
株梧桐树下，伸手抚摸，树干光滑、洁润，
不似平日所看诸多的树皮黢黑粗糙，指
尖触处，似一枚沁凉的古玉，又如浑朴的
青色长缎裹于树干，这样的美好，才能担
当起“乔木”的美誉，成为自先秦文学以
来文学中傲然清俊的形象，多少年来，一
直给予人荫泽。

夜来风雨声，梧桐更兼细雨，滴落而
下的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是啊，岁
月的流转，朝代的更替，到了南唐后主李
煜的词中，有着昂扬清逸之气的梧桐成
了惆怅的寄托，空寂的后院，静得也只有
秋雨滴落梧桐黄叶的声音，往昔的凤箫
齐奏，春殿之中嫔娥鱼贯而列，翩然起
舞，此时南唐的三千里地江河已是山重
重，水迢迢，眼前飒飒秋风，烛残漏断，梧
桐流淌着忧伤。这梧桐，不是南唐歌舞
升平的宫殿院落中的梧桐，而是被囚禁
于汴京的孤寂中的相伴。夜深无眠，无
言独上西楼，斟了一杯又一杯苦酒，国破

家亡的李后主身为阶下囚，以酒消愁，醉
眼相望，泪眼婆娑，树影亦婆娑，千丝万
缕的愁，亡国离乡的痛，无奈重门深锁，
与梧桐同在的，是那一院深深的落寞
啊！也可能只有高蹈超然的萧萧梧桐，
才能载得起“故国不堪回首”的沉重的愁
绪。

再次仰视这承接词人哀愁的梧桐，
如大隐隐于市的隐士般立于车水马龙的
街头，夜间的灯光将梧桐的树影斜斜地
印在地上，如一册有着淡淡墨色的古帖，
树下的我，品味着梧桐独有的意蕴。

梧桐，梧桐，一岁一枯荣，不久的清
寒秋风中，一株株梧桐会卸下满树的繁
华，桐叶会从枝头纷然飘落，在这岁月的
流逝中默默生长。

浮 世 绘

大姐又来电话，请父亲及我们姊妹几家聚一聚。
放下电话，一阵温暖涌上心头。父亲与弟弟生活在一
起，住在镇上，老人家年纪大了，身体已大不如以前。
大姐特地说晚饭在她家里。我明白大姐意思，趁老人
家还能走动，一大家子多来她家聚聚，多陪陪父亲。

大姐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位小学老师，已
退休多年。大姐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就因故辍学了。
我们大队的小学缺老师，喜欢看书、只有16岁的大姐
成了一名小学民办教师。

大姐比我大7岁，在我的记忆里，她长得高高大大，
就像一个大人。刚上初中时，最头痛的是写作文。一
次老师布置了过春节的作文，我不知从何写起。晚饭
后已好长时间了，大姐看我还坐在桌前抓耳挠腮没有
动笔，就走过来说我来帮你写吧。到了半夜时分，大姐
终于完稿了，她读了一遍给我听，读的过程中，有不通
顺的地方，她又不时地进行修改，我在一旁不停地叫
好。第二天老师在评讲时表扬了我的作文，说句子通
顺，叙事流畅。这篇作文虽然不是我亲笔写的，但老师
的表扬还是极大增强了我写好作文的信心。后来老师
布置作文《家乡新貌》，我学着大姐审题，抓住一个“新”
字。那时像我们这么大的学生，不容易弄清楚家乡面
貌新在哪里，我问父亲这些年我们村子有哪些变化，人
们的生活有哪些改变，农业生产与过去有什么不同等，
做了这些功课，我才动笔，“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
高音喇叭响，科技到田头”等句子便跃然纸上。我请大
姐帮我将全文梳理了一遍，自信地交了作文。没几天，
老师在课堂说，这篇作文把家乡新貌写得生动形象，抒
发了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感。这篇作文入选
学校作文选登，抄写后贴在了学校墙报栏里。

那个年代很少能见到课外书，学校更没有图书
室。大姐不知从哪儿借来了小说，有《青春之歌》《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等。那时很多省广播电
台开办小说连播节目，大姐通过收音机收听小说连
播。这些小说也吸引了我，大姐看过的小说，我赶紧
拿过来看，大姐听小说连播节目，我也凑过去听。《牛
虻》《斯巴达克思》《第二次握手》等，就是从广播里听
到的。小说里跌宕起伏的情节深深地吸引了我，那些
精彩的段落和句子我时常回味，我感受到了文字美、
语言美、文学美。渐渐地，我喜欢上了语文课，老师提
问我的次数也多起来。初三时，我被学校选送参加全
县初中语文竞赛。

我的小学、初中都没有教过汉语拼音，我也不认
识汉语拼音。初三参加全县初中语文竞赛，第一道题
就是根据汉语拼音写汉字，我看着题目干着急，一个也
不认识，这一题分数全丢了。上高中时，我买了一本现
代汉语字典，可那些不认识的字，我仍然读不出来。父
亲看到我的窘态，说你大姐汉语拼音学得好，在全乡小
学教师汉语拼音考试中名列前茅。我迫不及待地请大
姐教我汉语拼音。我至今还记得大姐说，声调打在韵
母头上，按韵母先后顺序，老大在，就打在老大头上，老
大不在，就打在老二头上，依此类推。从那时起至现
在，40多年了，我的桌上始终放着一本现代汉语字典。
我的那点汉语拼音基础，全是大姐教的。

大姐小学都没有读完，更没有学历。民师身份、
无学历像两座大山压在大姐身上。大姐一边教书一
边刻苦自学，努力改变自己。机会终于来了，国家出
台政策，通过考试，将合格的民师转为公办教师。大
姐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改变了身份。之后，她又一鼓
作气考取了师范学校，拿到中师文凭。两次考试过
关，大姐彻底改变了命运，我们都为她高兴。

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奶奶和母亲相继患病，
且都是重病，我们一家度日如年。那些日子家里终年
没有笑声。父亲在公社企业上班，早出晚归，爷爷年
纪大了，白日里我们主要依靠大姐。几年后，奶奶和
母亲先后离世。家里的事，父亲主要跟大姐商量，大
姐是半个当家人。大姐对三个弟妹用心照顾，直到现
在，我们三家有什么事，都愿意跟她商量。

大姐一直是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大姐，我们也跟以
前一样敬重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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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底去河南新乡，参加“兰亭群星荟
牧野”活动，顺道又去了一次太行山。

十多年前，曾经从林州方向进入太行
山，那是在冬季，漫山飘雪，四野荒寒，三五
书法同道，一路谈笑着，于飞雪里携手共攀
的欢娱，至今想来仍心潮澎湃。

八百里太行，北起北京西山，南至河南
与山西交界地王屋山，西接山西高原，东临
华北平原，是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天然
分界线。数亿万年前，这里由海洋上升为
陆地，又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断裂、隆
升，才形成了如今的奇、峻、秀、幽。

游览太行山，沿途各省都有多个进入
点，每一处的风光都各具特色，而且都关联
着当地的风土人情，甚至神话传说。于是，
对于观光者，太行山的魅力是无穷的，值得
反复来，可以多角度进入，长时间流连。

这一次，我们前往的是南太行辉县天
界山景区的老爷顶。“老爷顶”是道教祖师
修行成仙处，因世人敬称祖师为“老爷”而
得名。老爷顶是一座孤峰，四围皆悬崖峭
壁，山顶到峡谷直线落差有一千七百米。
举目四眺，因为山势险峻，直令我心慌腿
软。

刀削般的崖壁，赭黛互渗的山体裸露在
视线里，所谓壁立千仞，大概就是这般情状
了。山顶有真武庙，为无梁全石铁瓦结构。
传说时有仙人驾紫云出没于此，所以老爷顶
也被称为紫团巍，或青峰巍，是与南武当相
对峙的北太顶。

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没有选择登顶，而
是在山腰乘观光车，来了一次三百六十度看
太行。

大约下午四点钟，我们一行十五人，闲

谈着上了观光车。说是半山腰，其实直线落
差应该在一千五百米左右，山势壮阔，陡崖
直立，真太行雄姿也。

观光车行了一半路程，缓缓停住，大家
下车驻足观景。河南同道告诉我，此处有崖
壁栈道，在峭壁上，用石板架起的一条约两
千米长的绝壁栈道，沿途还要穿过一线天，
越过天桥。

我走近秒看了一眼，天哪！这像是沿着
崖壁拉起了几根绳索，因为起起落落，远看
起来更像是一条细细的飘带，紧贴着陡峭的
崖壁。

我倒吸一口凉气，退回大路上。“你们去
冒险一下，我乘观光车到前方等你们。”我坚
定地走向观光车。

同道们一致反对，左劝右劝，我居然有
点动心了。“你走中间，前有人挡着，后有人
扶着，绝不会有危险。”他们不停地劝慰着，
我竟然真的迈出了第一步。当然，我得手扶
着崖壁，目不转睛地盯着脚下一米范围的石
板，假想我只是走在水泥路上。

其实，只要步入崖壁栈道，便再无回头
退缩的可能，因为前进或者后退，恐惧均
等。我只好弓着腰扶着崖继续移步。

在稍稍宽阔的拐角处，我停住了，背靠
悬崖远眺，立刻吓得四肢紧缩。绝美的风
景，此时全然成了电影里的恐怖桥段，视觉
里填满了时空的压迫感。尤其俯瞰脚下的
万丈峡谷，天哪！全身肌肉都酸胀到无力。

大家不停地给我鼓劲，没事儿，没事儿，
再坚持一下就到顶啦！行程过了大半，我终
于可以靠着崖壁平静地呼吸。山下一条碧
玉般的小河蜿蜒着隐入丛林，夕阳的余晖为
对面的山崖镀上了一层神奇的玫瑰金。

山风爽爽地从指缝间穿过，像是对我勇
于挑战的一份赞许。果然只有战胜了自己，
才能看见更壮美的风景。

终于走到了尽头，长长地舒了口气。山
风竟含着丝丝甜味，山崖上的浅紫色野花也
在朝我微笑。难以置信的是，之后，我竟然
又挑战了下一段崖壁玻璃栈道。虽然钢化
玻璃的承载力绝不亚于石板，但玻璃透明，
能更直观地显现陡崖峭壁的险峻。可我居
然如履薄冰，胆战心惊地走完了全程。

感谢同道们的鼓励与搀扶。其实在书
写的大道上，他们对我也如此。感恩今生，
时常有幸能与诸君同行。

山里的气候多变，我们回到住处用晚餐
时，突然大雨倾盆，雨中还夹着几厘米大小
的冰雹。

次日清晨，云雾在山腰里轻绕着，给巍
巍太行平添了几分妩媚。车沿着蜿蜒的山
道下行时，我仔细观察了几段挂壁公路。这
可都是肩挑手挖经年累月打磨出来的。包
括昨日我颤巍巍走过的崖壁栈道，此时回望
那无数根深嵌在崖壁中的石柱，以及石阶石
栏，这是如何以人力慢慢架起来的？细细想
来，手心直冒汗。太不可思议了。

难怪中国古代会有《愚公移山》的故
事。而中国民众骨子里一直就有愚公移山
的精神。神力未可为，而人力已凝聚成中华
之魂，坚不可摧。

时间匆忙，这次我们只能走马观花地入
一次南太行，但已初步领略了八百里太行的
傲然与深邃。期待下一次再入太行时，能
驻足的久一点，用笔墨描绘一下它的巍峨
与灵秀，再于星空下直面峭壁，完成心灵与
山川的对话。

报仇

绑定了银行卡后
我一遍一遍
不厌其烦地教爸爸
微信支付
扫码，输入金额，输入密码
这三个简单的程序
这个帕金森患者
愣是学了一下午
晚上出门实战还是
闹了笑话

这个在煤油灯下
教我写aoe骂我是猪脑子的暴躁家长
终于还是老了
本想报一骂之仇
可是打开冰箱
看见他准备的
猪蹄和鸡爪
我鼻子一酸
忍不住
流下泪来

回家的程序

村口的铁矿叔

村庄中线上聊天的婶子大娘
巷道口的老父亲

门口白发的二奶奶
小狗六六
递拖鞋的娘亲，还有
桌上微笑看着我进门的
两张遗像

石板街

听说濉溪老街修复了
化身网红打卡点
爸妈就特想去

不用导航
老两口就是活地图

走在青石路上
我爸一口咬定
房子是仿建的
他说以前的店铺比这高许多
我妈也一口咬定
某处有一口水井
当年的戏台就搭在那里

岁月打磨的石板路铺满了故事
光可鉴人
我跟在后面拍照

六十年前的太阳
也像今天一样明亮


